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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铁，来了。

打通30条隧道，架起185座桥梁，奋战近1500个日夜……青荣城际，一条连接胶东半岛城市群的城际铁路终于通

车。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一刻，梦想成真。

城铁时代，随之而来。在宏大叙事中，青荣城际的建成真正实现了半岛“三市一城”，也将直接改写胶东地区的

“经济版图”。但在细微之处，时空被进一步压缩，感叹“从未如此亲密”的同时，却也需要人们带着那份好奇心，

亲自去体验、去感受城铁带来的变化。

城漂族、老铁路人、医生……让我们静下心来，与他们一一对话。从他们的诉说中，体味从“难进难出”到“半

岛同城”的欣喜，发现一路通途带来的生活之变。

□ 本报记者 戚加绚

“从威海坐火车到济南，原来的‘绿皮车’
颠簸9小时，现在‘高铁’只要4小时。看来胶东
半岛终于可以摘下‘难进难出’的帽子了。”家
住威海的沈栋说。

今年12月28日，青荣城际高速铁路正式亮相，
终于打破了多年来制约人们进出胶东半岛的“瓶
颈”，迎来了胶东半岛交通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

曾经的“绿皮车”时代

胶东半岛的铁路梦，可追溯到晚清时期，不
过真的让胶东半岛戴上“难进难出”帽子的却是
最近的30年。当然，这还要从当时雄霸胶东的
“绿皮车”说起。

“绿皮车”多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制造，曾
是中国铁路客车的标准涂装，典型的有22型客
车、22B型客车、23型客车、25B型客车等。这
些列车外表通常为绿色底色和黄色色带的涂装，
所以被俗称为“绿皮车”。它保温性能差，冬冷夏
热；靠电风扇降温、烧锅炉喝水，车厢内灰尘多。

烟台芝罘区教师进修学校的矫胜先老家在莱
州，1988年考上新疆伊宁市伊犁师范学院。大一
暑假，很想念家人的他作了一个后来每每想起都
会“悔青肠子”的决定——— 回家。从伊宁晃了两
天才到乌鲁木齐的矫胜先幸运地在排了3个小时
的队之后，买到了一张硬座票，这让他“高兴得
发狂”。

由于车速慢，火车一天一夜也没跑出新疆地
界。矫胜先说：“我出发时带的三个馕早就吃光
了，车上人太多，乘务员根本无法送水送饭，我
就只能干忍着。直到火车抵达兰州后才下车买了
两个面包吃。”

到郑州转车之后，矫胜先开始了一段“没有
座坐，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的回家旅程。这次
回家，总共用了7个白天6个晚上。在大学4年
里，他只回过这一次家。

正是由于“绿皮车”的速度缓慢和班次不
足，导致了上个世纪“挤火车”成了每个胶东人
外出、回家的必修课，赶上暑运、春运高峰或者
是跨省的长途出行，那更是一场“噩梦”。

由“绿”变“红”

上世纪90年代初，“绿皮车”的火车头开始
升级为内燃机车，小烟囱不见了，但速度依旧很
慢，从烟台到济南需要11—12个小时。

“记忆中，济南到烟台的K8292次列车一到
夏天就人满为患。”在医院工作的济南市民张健告
诉记者，“车厢里气味纷杂，为了保持正常呼吸是
一定要开着车窗的，而当时电风扇是标配的降温
工具，本来功率就不大，一开窗更是没凉气了。”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铁路部门开始不
断加大“绿皮车”的淘汰和改造力度，取而代之
的是“红皮车”。“红皮车”普遍为空调客车，装备水
平比“绿皮车”好很多，经常用于快速列车、普快列
车等旅客列车编组，替代“绿皮车”成为担当中
国铁路旅客列车的主力车型之一。“红皮车”的
乘坐舒适度高，卫生条件也相对较好。

“有了‘红皮车’，虽然路上时间还是长，
但是夏天不用带扇子了。”张健说。

白色高铁“一小时”

2014年，胶东半岛建成了我国第一条终点站
设在县级市的高铁——— 青荣城际高速铁路，它不
仅是山东省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同时还填补了
威海市国字号铁路和高铁的空白。

青荣城际高速铁路全线以桥梁隧道为主，桥
隧比例达62 . 2%。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历
经近1500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打通了30条隧
道，架起了185座桥梁，其中最长一座隧道———
蓁山隧道长5505米，工程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我们家在烟台买了一套海景房，本来只打
算一年过去一次避暑的，可现在有了青荣城际高
铁，以后想去度个周末都没什么问题了。”济南
市民李真说。

从“绿皮车”到高铁，最令人满意的变化就是
速度缩短了空间，一个“快旅慢游”的概念在胶东
地区风靡。青烟威荣“一小时都市圈”的建立，让胶
东人民彼此间的出行变得像“串门子”一样简单而
轻松。这条促进胶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的“黄金
走廊”，必将改写胶东半岛的“经济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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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第一条铁路——— 胶济铁路全线竣
工通车，全长395 . 2公里。铁路的开通把
山东的经济重心从运河经济区迅速转向了
胶东半岛。

烟台地区首条铁路——— 蓝烟铁路全线
通车，全长183公里。蓝烟铁路的建成沟
通了铁路、公路、海运，构成了以铁路为
主的胶东半岛交通运输网。

胶新铁路开通运营，全长306公里，
是世界上第一条里程最长的绿色环保铁
路，也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陆海便捷大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胶济铁路复线工程全线开通运营。
年货运能力由1800万吨提至3000万吨以
上，对山东半岛对外开放，青岛、烟台
两港进出口物资运输及晋煤外运均具有
重要意义。

铁路人：难忘通车那一天胶济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全面竣
工，成为山东省第一条实现电气化的铁
路线。

铁路迎来“高速时代”

城铁“公交化”催生“钟摆族”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铁路建设者筚路蓝
缕，艰苦奋斗，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铁发展速度
最快、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

2004年，国务院批复了《中长期铁路网》，提出
了为满足快速增长的旅客运输需求，建立省会城市及
大中城市间快速客运通道，规划“四纵四横”铁路快
速客运通道以及三个城际快速客运系统。客车速度目
标值达到每小时200公里以上，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
货分线，目前我国已建设客运专线1 . 2万公里以上。

2008年8月1日，我国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
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使北京和天津这两个人口超过千
万的大城市间形成半小时交通圈，实现了同城化，同
时也打开了中国铁路迈向“高速时代”的大门。

广深城际铁路，是我国第一条实现完全“公交
化”且时速为200公里的城际快线。这条147公里的铁
路，串起了珠三角的4座城市——— 广州、东莞、深圳
和香港。从广州火车东站上车，52分钟后就可到达深
圳。每天，大约有7万—10万人往返于广深城际铁路
上。广深城际动车组的公交化，在珠三角的主要城市
群中形成了“1小时都市经济圈”。

调查显示，广深城际列车已经成为广深港之间旅
客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由于高速公路不可预测的堵
车、安全系数等因素，选乘城际列车更让人安心。许
多香港人开始到东莞、樟木头等地置业，一些人甚至
成了住在樟木头、上班在香港的“钟摆”一族。

日本“新干线”———
日本新干线于1964年10月1日开始通车营运，是

全世界第一条载客营运高速铁路系统。日本的新干线
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安全性较高，但也有一个缺陷
就是票价高，有些时候票价还高于民航机票价格。所
以，在日本到底是坐新干线还是飞机，基本都是看个
人喜好。

法国高铁———
法国目前的高速铁路线路总里程为1800公里，商

业运营的高速列车平均时速大约在260公里左右。
对于票价来说，买票时间的早晚是影响车票价格

的唯一因素，乘客越早买票价格越便宜。与普通列车
相比，法国的高速列车票价要贵很多，但法国国营铁
路公司针对不同人群推出不同的优惠，比如针对26岁
以下青年人的“青年卡”和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
“老年卡”，持有这些卡的人在购票时可享受不同程
度的折扣。

德国高铁———
德国高速铁路正式名称是“城际高速铁路”或

“城际特别快车”。顾名思义，它是连接城市，解决
人力、货物运输的交通工具。德国铁路公司声称，自
1991年投入运营以来，高速铁路的运营里程已经相当
于从地球到太阳往返了3次。

德国政府决心在高速公路和机场十分发达的情况
下，仍花巨资大力兴建高速铁路。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节能；二是环保。据德国联邦铁路公司计算，德
国第三代高速机车在载客率为50%的情况下，每人每
百公里消耗的能源不到2公升。

“烟漂”：不再愁回家的路
□ 本报记者 赵 丰 隋翔宇

所谓“烟漂”，是模仿“北漂”出现的一种“戏
称”。不少在济南的大公司纷纷在烟台开设项目，横跨济
烟两地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李军就是“烟漂”大军中的一员。由于家在济南，女
儿刚上小学，他和女儿约定，“周末有空就回济南。”

李军一般选择坐周六早晨7点左右的大巴，回到济南家
里也要下午1点多了，呆了不到一天，周日就得往烟台赶。
时间上的仓促也让家人相聚变得匆匆无常。

“青烟威荣城际铁路开通后，从烟台到济南坐动车只
需3个多小时。”听到这个消息时，“烟漂”王目远异常兴
奋。家在济南的王目远每周都要往返于济南烟台之间。

“虽然飞机飞行时间只有五十分钟，但往返机场占了
很大一部分时间，再加上进出机场的时间，也需要4个多小
时；开车的话，要5个多小时，会很累，高速路上周末有时
会很堵，而且公司给我配的司机是烟台本地人，周末和我
回济南也不方便。”王目远对城铁的开通已经有些迫不及
待，“选择动车出行，机动性、舒适性会更好一些，这对
济南烟台跨地工作生活的人来说确实是福音”。

□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李 鹏

“1996年9月1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桃威铁
路开通……”47岁的“铁路人”王波回忆起那一幕，几度哽咽。

198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波就来到了威海重点工程办
公室，参与了桃威铁路论证、设计等全过程。

“当时论证有两条线路，北线接近于直线，南线则需
要绕行乳山和文登两市，距离相差近一半，投资也相差一
半。在建设资金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当时的决策者们还是
敲定了南线建设方案，从现在来看，当时的抉择是正确
的，南线对拉动乳山文登的发展，以及整个威海的区域协
调均衡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王波说。

“为了缓解资金压力，除了银行贷款，市里还发行了
5849万元的铁路债券，听说是修建自己的铁路，威海人民
踊跃购买，几乎每家每户都购买了债券。可以说，桃威铁
路凝聚着每一个威海人的心血。”王波动情回忆。

“青荣城际铁路即将开通，我和同事们全程参与了其
中的站改工程。城铁采用的新设备、新技术和新理念，与
我们当年已有天壤之别。社会在进步，交通事业在发展，
作为一个铁路人，我也觉得分外自豪。”王波说。 资料整理：郝雪莹

青荣城际铁路正式全线通车，它是山
东省内第一条区域性城际高速铁路。全线
共设13个车站，是构建半岛城市群间最重
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最快捷运输通道。

资料整理：戚加绚 于建勇

“““三三三纵纵纵三三三横横横”””快快快速速速铁铁铁路路路网网网规规规划划划图图图
4月2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环渤海地区山东省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调整)》，这标志着我省拉开了“三纵三

横”快速铁路网建设的序幕。近期我省将建设12条城际铁路。未来，全省17市将迈进3小时交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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